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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最近几年国内外都在大力推进地质公园的申报建设工作 ,但对地质遗迹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研究工作较少 , 本

文在对地质遗迹资源评价内容进行详细归纳总结的基础上 , 将其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资源景观价值和资源开发利用条件

两大类 ,其中资源景观价值包括科学价值 、美学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 、稀有性 、自然完整性 、经济价值等 6 个指标;资源开发

利用条件包括区域经济水平 、与中心城市距离 、可进入性 、基础服务设施 、环境容量及地域类型组合等 6 个指标.利用层次

分析法(AH P)对各个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计算 ,指出资源景观价值权重为 70%,资源开发利用条件权重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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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ther e is much wo rk done on the geoparks at home and abro ad , the re are few resea rches done on the as-

sessment index sy stem o f geo log ical relic resources.Based on de tailed studie s on geo log ical relic resources asse ssment , the

autho rs plo t the facto rs of index system into tw o classes:re sour ces sight v alue an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condition value.

The fir st one includes science value , aesthetics v alue , history culture v alue , singularity , integ ra lity and economic value.And

the second one includes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 distance to the core city , access , foundation and service establishment , en-

vironment capacity and regional sty le combination.Employing the AHP method , the autho rs calculate their index w eight in

the index sy stem and it is found tha t the index w eight of the resour ces sight value is 70%, and the index w eight of the re-

sour ces exploitation condition value i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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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质公园(Geoparks)”是由国际教科文组织

(UN ESCO)在开发“地质公园计划”可行性研究中

创立的新名称(赵逊和赵汀 , 2003).国土资源部发

(2000)77号文件给它下的定义是:“地质公园(Ge-

oparks)是以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 ,稀有的自然属

性 ,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 ,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

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并具有生态 、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地质遗迹保护 ,支

持当地经济 、文化教育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 ,

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科学品位的观光游览 、度假休

闲 、保健疗养 、科学教育 、文化娱乐的场所 ,同时也是

地质遗迹景观和生态环境的重点保护区 ,地质研究

与普及的基地.”

我国地质公园的申报建设工作已走在世界前

列 ,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批准建立了 138家国家地质

公园和 18家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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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质遗迹资源评价模型树

Fig.1 Geological r elic r esource s evaluation model tree

　　地质遗迹资源作为地质公园建设的核心 ,其规

模及价值大小直接决定了地质公园的性质及品位 ,

因此对地质遗迹资源的调查与评价是地质公园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对地质遗迹

资源的调查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 ,对地质遗迹

资源的评价也基本是引用传统旅游资源评价的方法

(梁修存和丁登山 ,2002;王国霞等 ,2002;方世明等 ,

2004),不能很好地体现地质遗迹资源与传统旅游资

源的区别.因此 ,本文旨在对地质遗迹资源评价进行

了系统研究 ,提出一套针对地质遗迹资源评价的指

标体系.

1　地质遗迹资源评价内容

地质遗迹资源评价 ,是对研究区域内各种重要

地质遗迹资源的数量与质量 、结构与分布以及开发

潜力等方面的评价 ,明确所规划的地域内各种地质

遗迹资源地域组合特征 、结构和空间配置情况 ,掌握

各种地质遗迹资源 ,特别是重要地质遗迹资源的开

发潜力 ,为制定人地协调发展与强化地域系统功能

的国土规划和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规划提

供全面的科学依据(李烈荣等 , 2002).

地质遗迹资源综合评价包括对地质遗迹资源要

素和结构的评价 ,也包括对资源开发外部条件的评

价 ,其主要内容包括:地质遗迹资源特点评价 、地质

遗迹资源环境评价和地质遗迹资源开发条件评价.

其中地质遗迹资源特点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地质遗迹

资源的特性和特色 ,价值和功能 ,数量 、密度和空间

分布等;地质遗迹资源环境评价主要包括地质遗迹

资源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经济环境 、环境容量和

承载力等;地质遗迹资源开发条件评价主要包括区

位条件 、客源条件 、投资条件 、开发现有条件等.

2　地质遗迹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地质遗迹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是为地质公

园申报建设在最近几年才被提出和重视 ,因此对其

研究较少.目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 , 庞淑英等

(2003)对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的评价模型进行

了研究 ,在该模型中 ,评价指标主要分为资源价值 、

景点规模与组合 、环境状况和旅游条件等 4个评价

综合层.为了突出地质公园建设目的和地质遗迹资

源本身特点 ,笔者在参加一系列有关地质公园申报

建设及地质遗迹资源调查评价等相关研究项目的基

础上 ,结合传统旅游资源评价指标和《中国国家地质

公园建设技术要求和工作指南(试行)》中的评价方

法 ,将地质遗迹资源评价指标划分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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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质遗迹资源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评价中涉及众多的因素 、因子 ,它们仅仅是单独

反映地质遗迹资源某方面的开发价值 ,必须对它们

进行综合考虑 ,才能客观 、全面 、正确地反映旅游资

源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大小.然而在评价中 ,这些指标

对于评价目标的重要程度不尽相同 ,且这些指标是

不易定量的.为此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

确定它们的权重(程道品和林治 ,2001).

层次分析法是通过系统的多个因素的分析 ,划

分出各因素间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 ,再请专家对每

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比较客观的判断后 ,给出相对

重要性的定量指标 ,建立数学模型 ,计算每一层次全

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这样 ,就使整个评价过

程在定性指导下尽可能的定量 ,以提高评价的准

确性.
表 1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Table 1 Sign and meaning of judgement matrix

标度 　　　　　　　　含义

[ 10 , 8) 　　因素 F i 与F j 比较 , Fi 非常重要

[ 8 , 6) 　　因素 F i 与F j 比较 , Fi 较F j 重要

[ 6 , 4) 　　因素 F i 与F j 比较 , Fi 与F j 同等重要

[ 4 , 2) 　　因素 F i 与F j 比较 , Fi 不太重要

[ 2 , 0) 　　因素 F i 与F j 比较 , Fi 很不重要

F i 与F j 比较得判断F i j ,则 Fj 与F i 比较得判断F j i=10-F ij

　　(1)确定评价指标集:

设 F = F1 ,F2 , …,Fm 是一个由 F 层评价指

标组成的指标集 , 对 i =1 , 2 , … , m , 设 S i =

S i1 , S i2 , … ,S im 是对应于 F i(i=1 , 2 , … , m)的评

价因子 S 层组成的指标集.

(2)构造判断矩阵:

P(F i j)=

F11 … F1m

 

Fm1 … Fmm

其中 ,F ij表示F i 对F j 的相对重要性数值.

P(S i j)=

S11 … S1m

 

Sm1 … Smm

其中 ,S ij表示S i 对 S j 的相对重要性数值 ,其取值按

表 1进行.

(3)计算权重:

①将判断矩阵每一列归一化 ,即 F ij =F ij/∑
m

k=1
F kj ,

　(i , j =1 ,2 , … ,m)

②将每一列经归一化后的判断矩阵按行相加 ,即

W i =∑
m

j =1
F ij , 　(i , j =1 ,2 , … ,m)

③将向量W= W 1 ,W 2 , …,Wm 作归一化处理 ,即

W i =W i  ∑
m

j =1
W j , 　(i , j =1 ,2 , …,m)

表 2　地质遗迹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因素权重分配

Table 2 Facto r w eights o f geo log ical relic resources evaluation sy stem

O 层 权重 评价因素 F层 权重 评价因子 S 层 权重

资源景观价值 0.70

科学价值 20

美学价值 0.15

历史文化价值 0.08

稀有性 0.12

自然完整性 0.10

经济价值 0.05

科学研究 0.12

科普教育 0.08

美感度 0.06

奇特度 0.04

规模度 0.05

市场需求度 0.02

经济效益 0.03

资源开发利

用条件评价
0.30

区域经济水平 0.05

与中心城市距离 0.04

可进入性 0.06

基础服务设施 0.06

环境容量 0.05

地域类型组合 0.04

基础设施 0.03

服务设施 0.03

排列组合 0.02

区域表示性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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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所得到的W= W 1 ,W2 , …,Wm 即为所求权重

向量.

运用以上方法 ,求得旅游资源评价指标的权重

值 ,见表 2.

从表 2中可看出 ,资源景观价值占的权重最大 ,

为 0.7.这说明在开发利用地质遗迹旅游资源时 ,其

景观价值是最重要的因素 ,它的高低决定开发价值

的大小.开发利用条件的权重为 0.3 ,虽不占主要地

位 ,但对资源开发价值影响较大 ,只要其中一项因素

不够开发条件 ,就会降低资源开发价值.

4　结论

本文所划分的地质遗迹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在

“河南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总体规划” 、“云台山世界

地质公园总体规划” 、“贵州六盘水国家地质公园总

体规划” 、“河南关山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 、“福建

深沪湾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 、“新疆地质遗迹资

源调查评价”及“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战略研

究”等一系列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结果比

较理想.为了使该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和普遍意义 ,应进一步结合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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